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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历史，必将铭记这个不平凡的春天，不仅因为我们经历了磨难，更因为愈挫愈勇的斗
志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省档案馆、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等日前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我省抗
击疫情相关文献资料，保护这一非常时期的辽宁记忆。记者了解到，省档案馆现已收集
3000多件文献资料，省博物馆也接到了很多捐赠电话。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一 件
件 漂 亮 的 衣 服 ，一 幅 幅 精 美 的 图
案……辽宁省图书馆正在其微信
公众号上举办“指尖技艺——少数民
族妇女手工艺与服饰微展”。在微展上，
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印染、刺绣、编织等
手工技艺，还能领略少数民族女性的纺
织文化与服饰文化，受到读者欢迎。

“指尖技艺”图片展分三期推出，
分别是“少数民族女性纺织文化”“少
数民族女性印染文化”“少数民族女
性刺绣文化”。 在“少数民族女性纺
织文化 ”中，读者可以通过图片和文
字了解纺织文化。至今，许多少数民
族，如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傣
族、基诺族、阿昌族、傈僳族等，还沿
用着古老的手工织布方法纺线织
布。这种方法与现代纺织工艺相比，
虽已落后，但少数民族妇女凭借世代
相传的经验和方法，织出精美异常，
甚至能与机织布相媲美的各色棉布、
丝绵交织的织锦等。如布依族的“色
织布”、苗族的“斗纹布”、侗族的“侗

布”、水族的“水家布”、傣族的“花纹
土布”等。这种编织技艺是少数民族
妇女的智慧在工艺中的凝结，并一代
代传承下来。

在“少数民族女性印染文化”中，
读者可以了解到，少数民族印染工艺

历史久远、技艺高超，不仅颜色种类
多，同时，染色工艺独特，不易褪色。
因为，这是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天然
植物染料染成的。据介绍，在少数民
族聚居区，大多山多林密，植物种类
繁多，染料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妇女

很早就能从植物的根茎叶中提取各
种染料。在《后汉书·南蛮传》中便有
了“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
服”的记载。同时，她们在型板染、浆
染、蜡染、扎染等印染技术方面也有
许多独特的贡献。尤其是蜡染工艺，
技艺高超，最富民族色彩。

在“少数民族女性刺绣文化”中，
着力介绍了少数民族女性刺绣的针
法技巧。刺绣的针法在不同民族中
有不同表现，有的简单，只有平绣和
挑花；有的则颇为复杂，如维吾尔族
在花帽制作上，就可采用丝线平绣、
结绣、串珠片绣、格子架绣、盘金银
绣、十字花绣以及刺、扎、串、盘综合
绣，绣法技巧如此之多，表现出维吾
尔族女性的灵巧和智慧，使得维吾尔
族的花帽以女性刺绣的技法来命名。

一位读者留言：从这次微展上，品
味了少数民族女性的纺织、印染和刺
绣文化，这些文化被女性穿在身上、戴
在头上，用在生产生活中，体现了创造
性、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文化特点。

展示少数民族纺织与服饰文化

辽图举办“指尖技艺”微展

从3月18日起，北京鲁迅博物馆
开通网上直播，由鲁迅研究专家带着
观众将位于北京西三条21号的鲁迅
故居看了个遍，仅开播三天就收获了
近百万人次的观看量。

开办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国内各
大博物馆在因疫情闭馆期间推出的
重头戏。抖音推出的“在家云游博
物馆”活动，首批就有包括辽宁省博
物馆在内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
研究院、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
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国内九大博物
馆参与其中。日前，美国纽约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海南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等七个博物馆开启了一场长达八小
时的直播盛宴。沈阳故宫博物馆、
张氏帅府博物馆陆续推出了 5 期

“云游博物馆”直播活动。博物馆讲
解员化身“主播”，在线与网友交流
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2018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当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超级连
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探索的
就是博物馆的数字化路径。这些年
来，数字化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
到了博物馆从文物修复、研究到文物
展示、讲解等所有领域。一些博物馆
引入了AR、VR技术，为游客打造浸
入式游览体验。更为常见的是，网络
上很多博物馆都推出了3D展馆，让
公众透过网络就能看到一个立体的
博物馆。而这次疫情，无疑加速了博
物馆拉近与公众距离的进度，“播物
馆”不仅可以让博物馆立体起来，而
且实现了讲解员与观众之间更快捷、
更良好的互动。

走进博物馆去感受文物的纹理

和呼吸，当然是参观博物馆最美好的
体验。但“播物馆”却可以实现更多
人走进博物馆的梦想。这些天里，疫
情阻挡了人们走进博物馆的脚步，可
即使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集中在
北京、上海和省会城市的高级别博物
馆，也是很难满足中小城市，甚至偏
远乡村群众一睹真容的文化需求
的。更值得一提的是，仅以鲁迅博
物馆的直播为例，带领网友参观的
可是鲁迅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这样
的讲解员配置是平时我们作为普通
观众参观博物馆享受不到的。如果
再加上直播时那些生动的互动，比一
个人参观多了不少乐趣。这些都是

“云”游博物馆的优势所在。
还有一点也让我产生了兴趣，

那就是一提到网购平台，通常想到
的是一个词“带货”。没错，前面提
到的七个博物馆的八小时直播，就
是在一家网购平台上进行的，想必
激活因疫情停滞的文创产品销售也
是直播的原因之一。鲁迅博物馆这
些天的直播活动，也送出了鲁迅盖
碗杯、金不换毛笔等不少文创产
品。虽然现在还只是送，可以后未
必不可以在直播的同时进行文创产
品的销售，未必不可以出几个博物
馆界的“李佳琦”。

博物馆变身“播物馆”，参观博物
馆变成“云”游博物馆，这是疫情期间
中国人创造出的新的文化生活方式。
将博物馆搬上“云”端，这不是因疫情
产生的变量，而应成为博物馆数字化、
进一步走向公众的常量。很高兴地看
到，很多博物馆人士都表示，疫情向
好，博物馆陆续开馆之后，直播还会继
续，并且将会制度化、常态化。

“云”博物馆
看得更多，也可以走得更远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为
迎接锦州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归来，
锦州市委宣传部、锦州市文化演艺集
团等日前联合出品了配乐诗朗诵作品

《欢迎回家》《锦州快报》，声情并茂地
传达家乡人民迎接医护人员归来的激
动心情和对白衣战士的崇敬之情。

从新春之初奔赴抗击疫情一
线，到完成救治任务返回家乡，14名

白衣战士在武汉奋战了55天，充分
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诗朗
诵音频作品《欢迎回家》及《锦州快
报》视频陆续在“锦州文化”等微信公
众号播出，受到好评。《欢迎回家》由
白雪生创作，秋月、皓天朗诵。《锦州
快报》作者金轩，秋月、皓天朗诵，由
张佳鹏制作。这两首作品均由锦州
新闻媒体集团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创作配乐诗朗诵迎医护人员归来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3
月30日，记者从大连话剧团了解到，
该剧团已推出抗击疫情主题作品114
件。其中，诗朗诵23件、曲艺作品23
件、一部3集广播剧，以及“我有亲人
在一线”情景讲述音频作品40件、视
频作品27件。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大连话剧团全体演员发挥专
业特长，以多种文艺形式积极开展文
艺“驰援”，进行文化抗“疫”主题文艺
创作。同时，大连话剧团助力由大连
市委宣传部、大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等主办“致敬——最美逆行
者”主题宣传活动，精心录制诗朗诵

《向你们致敬》《致敬最可爱的人》《今
夜，英雄归来》等文艺作品。大连话

剧团助力大连市教育委员会工委等
单位开展的“我有亲人在一线”大连
市中小学生防控抗击疫情作品征集
展示活动已录制播出音频作品。

大连话剧团创作组电话会议和
线上彩排紧锣密鼓，一稿又一稿地修
改补录、实时素材的收集与整理，这
些庞杂工作紧张有序。战“疫”系列
情景广播剧《待到山花烂漫时》、“我
有亲人在一线”情景讲述系列音频作
品播出后备受好评。

据了解，大连话剧团微信公众号、
微博、抖音、喜马拉雅等平台，大连
市文旅局官方平台、大连市文明办
官方平台、大连市各大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平台，以及省剧协微信平台、中
国剧协微信平台、中国曲艺网等播发
了这些作品。

大连话剧团推出
多件抗击疫情主题文艺作品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省
朗诵艺术协会组织百名艺术家和朗
诵志愿者，齐诵战“疫”长诗《拥抱春
天》，该诗现已在线上广泛传诵。

《拥抱春天》由军旅作家、诗人
张红太创作，省朗协特邀我国著名
播音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
员葛兰开篇朗诵。省朗诵艺术协

会会长、沈阳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
丁威说：“《拥抱春天》承载着辽宁
人的爱与关切，我们携手迎接春暖
花开。”朗诵《拥抱春天》是省朗协
继《战瘟神》后的又一集体力作。
张红太告诉记者，《拥抱春天》是他
目前创作的最长的一首诗，曾几易
其稿。

百人齐诵战“疫”长诗《拥抱春天》

记者从省档案馆了解到，在近
代东北历史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疫情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10年
末首先在哈尔滨暴发的鼠疫，另一
次是 2003 年的非典。今年 1 月，省
档案馆根据这两方面的档案编辑两
期《档案资政》提供给有关部门，为
此次抗击疫情提供历史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档案
局立即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
门，组织选派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参
加本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办公室工作，加强档案收集和指导防
疫期间档案工作，各市、县（市、区）也

及时派出档案业务骨干深入基层，确
保疫情防控工作推进到哪里，档案工
作就跟进到哪里。此次支援湖北，我
省先后组建12批次医疗队、1支疾控
队共2054名医疗队员奔赴武汉、襄
阳等地。与此同时，前方指挥部及各
医疗分队均指定专人重点抓好各种
管理、治疗方案，战地日记、家书，各
新闻媒体、自媒体及影视爱好者在采
访、直播过程中形成的纪实性资料和
宣传报道材料等的收集。

截至目前，省档案馆共收集战
“疫”前方一手资料及相关新闻报道
216篇、照片700余张、视频资料100

余条；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到诗歌、书
画作品、照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档
案资料近2000件。此间，设在援鄂
前方的“辽宁医疗队档案馆”微信
群，把前方指挥部、医疗队形成的珍
贵档案资料全面系统地保存下来。
这些资料感人至深，比如在一个十
字路口，过路的行人向我省医护人
员班车鞠躬致谢；儿科医护人员每
日在防护服上画上“海绵宝宝”“小
猪佩奇”等卡通形象，以缓解患儿的
恐惧心理。此外，社会各界人士也
将所创作的书画、诗歌等作品无偿
捐献给省档案馆。

从战“疫”前方收集资料逾千件

省档案馆、省博物馆等征集抗击疫情文献资料

留存辽宁战“疫”记忆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疫情袭来，我省抗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民警、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各
界群众，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亲历者与见
证者。为此，省档案馆、省博物馆、省
图书馆等面向社会开展公益性质的
征集活动。

主要征集反映辽沈地区抗击疫
情工作情况、抗击疫情人物与事迹
的相关资料，要有保存和利用价值，
包括公文与公共宣传品，此次防疫

工作中产生的公开发布的政府部门
与企事业单位文件、通知、通告、宣
传海报、宣传册等；征集各类特殊
时期证件或凭证，如临时通行证、
居民小区出入卡、特种工作证及个
人或社会组织捐款、捐赠物资的证
件或凭证等；征集的文艺作品包括
以抗击疫情为主题而创作的诗歌、
散文等文学作品或书法、绘画等艺
术作品；数字音像资料包括记录防
控疫情过程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能够反映抗击疫情工作、具有保存
价值与特殊意义的其他文献资料。
捐赠者可将电子文稿、图片、音视频
等电子文献发送至相关部门所设
的征集邮箱，随着各馆恢复开放，
捐赠者也可携带纸质和实物文献
到馆捐赠。现在，征集活动陆续开
展，据省博物馆典藏部主任张力介
绍，一些书画家、非遗传承人及普
通市民已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联
系捐赠事宜。

征集内容广泛,有保存和利用价值

省档案馆副馆长欧平告诉记
者，这些抗击疫情档案征集进馆后，
将同即将接收进馆的省直各单位形
成的抗击疫情档案，尤其是省抗疫
指挥部形成的档案资料一起，组成
一个专题档案全宗，使其永久地保
管在省档案馆。工作人员首先要对
这些档案资料进行规范化整理，做
好分类和目录，提供最好的保管环
境，并通过扫描或数码拍照的方式
使其得以数字化管理和掌控，以便
于查阅与利用。之后，这些档案原

件将封箱保管。
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蔡学勤认

为，档案、文博部门和图书馆及时收
集、保存战“疫”期间的各方面文献
和资料，对于记录历史、警示后人具
有深远的鉴证、借鉴作用。现在的
文献集藏不单从传统意义的档案学
入手来做，更是立足于互联网时代
这个大视角，既收集纸质文献、资料
及实物等，又收集电子、网络文献、
资料，如政务、医疗、社会舆情等多
方面的业务工作微信群记录、QQ

群记录，甚至有典型范例作用的家
庭及个人交流记录、截图都在收集、
保存之列。就我省而言，在这次战

“疫”中，各行各业涌现出许许多多
抗击疫情勇士，一大批年轻人勇于
奉献担当的出色表现、锻炼成长的
难忘经历，迅速的社会疫情管控、多
部门联防联控、民间自发的抗击疫
情活动、援鄂医疗队伍的感人故事
等疫情期间的点点滴滴，足可以写
一部“辽宁庚子抗疫志”来记录这段
峥嵘岁月。

将建抗击疫情专题档案全宗
医护人员在防护服上画温馨的画。

画上卡通图，缓解小患者恐惧心理。

收集到的一线医护人员照片。

苏绣作品


